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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到底，学了这
个却没办法靠这个活。”
这是不少非遗传承人，
在招收徒弟时，所面对
的最普遍、也是最根本
的问题。而一些非遗专
家也直言，这种现象不
仅在济宁，即使是在全
世界也是如此。

一位非遗专家举例
说，茅台、五粮液这些名
酒也是非遗项目，但他
们从来不用担心没有人
来传承，“它适应了社
会，也适应了市场，从事
这个行业的人可以靠这
个生活。”这位专家说。
记者了解到，仅从传统
手工技艺来看，在一天

门街上颇有名气的“馓
子王”就从来不担心如
何传承，“馓子卖得火，
有的是人上门拜师学
艺。”

另一个最典型的例
子，莫过于济宁的“玉堂
酱菜”。济宁市非遗保护
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
过去济宁满大街都是酱
菜铺子，为何最后只有
玉堂酱菜活了下来？“一
文钱买卖”和“玉堂酱菜
比肉贵”这两句传承百
年的老话，说明玉堂酱
菜适应了市场，使其能
够屹立百年不倒。

除了手工技艺方
面，在传统戏曲、曲艺领

域，传承人收徒难的问
题也同样存在。山东渔
鼓传承人刘炳金直言，
传统项目不革新，直接
就扼杀了其传承下去的
生命线。“渔鼓过去是干
啥的？是穷人乞讨、糊口
的行当，现如今你还这
么唱，能被社会大众接
受吗？”

所以早在10年前，
刘炳金就结合着当代社
会的主旋律，创作了《孔
子试徒》。该剧在第十届
中国艺术节上斩获“群
星奖”后，也使越来越多
的人认识了山东渔鼓，
刘炳金的徒弟也越来越
多。

在微山，芦苇画传
承人叶旭的产业模式值
得许多人借鉴。

如今她的芦苇画都
是由她设计，七八个学
徒来她这里领材料和图
纸，回家制作好了来验
收。“学徒每个月能挣
2000多块钱，我验收合格
的就进行销售，不合格的
当场就销毁。”叶旭说。

显然，叶旭的芦苇
画作为非遗项目，呈现
出传承与生存的有机结
合。同样，在多届非遗博
览会上“大出风头”的董
氏冷兵器，也让许多冷
兵器爱好者、电影电视
剧组惊叹：“原来济宁还
有能造冷兵器的！”所以
传承人董现行有了自己

的厂房，十几个学徒跟
着他一起打造冷兵器。

但如此形成一定产
业化的非遗项目毕竟在
少数，更多的则面临着
传承的困难。不过，非遗
专家则认为，非遗项目
不同于文物古迹，“他是
活 态 的 东 西 ，有 生 命
力。”既然是活态的，就
同样遵循适者生存，那
么不能适应的的必然存
在消亡。

专家认为，像一些
地方戏等传承项目，本
身生存空间就依赖于本
地，却为了扩大知名度、
享受政策扶持而盲目寻
求突破，其实这也都加
速了非遗项目的消失。

“传承人都不能靠这个

赖以生存，却投入大量
的人力、物力来强撑，最
终的结果也只能不了了
之。”

所以，非遗项目在
需要革新、适应当今社
会的同时，也必然存在
着优胜劣汰。“千百年来
中国涌现出无数传统技
艺，但同样也有无数技
艺在消逝，这是社会进
步的必然现象。”也正因
如此，国家着手打造了

“ 文 化 生 态 保 护 实 验
区”，济宁也有省级的

“邹鲁文化生态保护实
验区”，就是旨在对历史
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
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
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
进行整体性保护。

在一场女性招聘会上，翟氏绣球传承人翟桂芝想“招”个传承人，但“招聘”
的效果并不理想。实际上，目前不少非遗项目存在类似的问题，尤其在手工艺、
戏曲等方面。但部分适应当代需求、适应市场需求的非遗项目，并不缺少传承
人，而且还有不少人主动学艺。

若若能能维维持持生生活活
还还愁愁没没人人学学艺艺

非遗项目革新，不能盲目突破

生计难以维持，徒弟不大好找

本报记者 汪泷

冷兵器制作技艺并不缺少传承人(资料图)。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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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非遗遗传传承承人人难难““招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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